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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将于4月29、

30日晚上在北京国图音乐厅举办第十八

届“五一”音乐会——“劳动者之歌”。

中国煤矿文工团于1996年创办了

“五一”音乐会，迄今已举办了17届。“五

一”音乐会已经成为文工团代表性的品

牌节目。多年以来，在每个国际劳动节期

间，文工团都以一台创新型音乐作品与

全国劳动者如期相约，让中国劳动者特

别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走进艺术

殿堂，让美好的音乐飞进劳动者

的心坎上，为他们带去艺术的愉

悦和享受。这是文工团长期以来

始终坚持如一的优良传统和艺

术追求。文工团在创建、发展、壮

大的过程中，创作演出了许多反

映工人题材、反映火热现实生活

的优秀作品，受到基层劳动者的

好评和欢迎。

此次音乐会以讴歌劳动者

为主题，汇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的

反映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火热生活的

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大家十分熟悉的流

传至今的反映石油工人生活的作品《我

为祖国献石油》、电影《创业》的主题曲

《满怀深情望北京》、流传于煤矿工人心

中的创作歌曲《矿工之歌》等；有反映渔

民生活的《渔舟唱晚》、反映农民生活的

《扬鞭催马运粮忙》、反映牧民生活的《新

赛马》、农村改革开放最具代表性的《在

希望的田野上》，以及上世纪90年代初

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农村三部曲的电

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音乐等。同

时，音乐会改编了革命题材的优秀音乐

作品如《家住安源》《地道战组曲》等，向

伟大祖国70周年大庆献礼。音乐会还新

编创了一些传统的优秀作品如《喜洋洋》

《幸福年》等，用欢快优美的旋律反映人们

喜获丰收、美好生活蒸蒸日上的愉悦心情

和欢快场面。这台音乐会是煤矿文工团艺

术家们精心策划、精心打磨的优秀音乐作

品，是艺术家们力求把最美好的艺术享受

奉献给全国劳动者的献礼作品。

音乐会形式新颖，具有强烈的创新

意识，使传统音乐作品充满更加鲜活的

欢快优美旋律，使新编创的音乐作品更

加具有反映火热生活的艺术内涵。音乐

会整体编排独具特色，并邀请民乐艺术

家、教育家宋飞教授担任主持，以娓娓道

来、声情并茂的音乐讲解形式把观众带

入艺术享受的浓郁氛围之中。（路斐斐）

中国煤矿文工团“五一”音乐会唱响“劳动者之歌”

在新中国70年文艺发展的历程中，工业题

材作品一直是文艺创作中重要的领域，诞生了

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也塑造了众多深

入人心的工人形象。根据2018年中华全国总

工会发布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全国职工总数已达3.91亿人，比2012

年的3.5亿人增长了11.8%。其中，为数众多的

产业工人、科技工作者长期奋战在生产和工作

第一线，参与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的推广应

用，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国家建设的中坚

力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设者群体，书写工业

题材、塑造新时代的工人形象，理应成为文艺创

作的主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本

报邀请电影、电视剧、话剧领域的创作者、研究

者共同回眸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工业题材创作、

工人形象塑造的发展过程，探讨工业题材创作

的问题与趋势。大家表示，写好新时代的工业

题材作品、塑造新时代工人的艺术形象是广大

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桥》，就是一部工

业题材电影，塑造了全新的工人阶级形象。”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小青说，“这部电影的诞

生，是历史的必然。”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

降后，中共地下党全盘接收了伪“满映”，于同年

10月1日成立“东北电影公司”。当时东影的

领导干部和创作人员大多来自延安，有的还曾

是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人物，经过延安文

艺座谈会的洗礼后，大家创作思路很统一，就是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阵地，把真正创造历史

的工农兵搬到银幕上去。《桥》就在这样的历史

使命下开始了创作。影片表现的是东北解放战

争时期，某铁路工人支援解放战争，克服重重困

难，忘我劳动，终于抢修出被战争毁坏的大桥，

恢复了交通。拍摄过程虽艰辛，但大家都为能

参加新中国电影创作而激动喜悦。该片于

1949年5月1日制作完成，向“五一”国际劳动

节奉献了一份厚礼。赵小青谈到：“《桥》表现了工人阶级拥

护共产党、战胜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热忱，歌颂了他们崭新

的劳动态度和巨大的创造力。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塑

造的积极、正大、光明的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阶级形象。”

在赵小青看来，“嘉许式”甚至“讴歌型”人物

塑造在新中国各阶段工业题材的创作中一直是主

流。但随着中国优化工业结构、整顿企业措施，出

现工矿企业关停并转情况，也随之出现了下岗待

业工人，表现这批人的艺术作品也随之出现，像电

影《钢的琴》，在导演关切的目光下，这些为新中国

工业建设作出过贡献的工人在遭遇改革阵痛时的

表现，是不屈不挠，是生存智慧和豁达乐观，他们

身上所固有的，还是工人阶级的本色。除了《钢的

琴》，赵小青认为，新世纪以来，更多的作品在塑造

工人形象时，依然恪守嘉许讴歌模式，如电影《金

牌工人》以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青岛港桥吊队长

许振超为原型，一个没有专业文凭的人，创造了令

同行瞠目、世界震惊的“振超效率”。该片艺术地

歌颂了一代中国工人锐意拼搏、无私奉献、敢于创

新的时代风采。电影《铁胆雄心》以吉利汽车老总

李书福为原型，表现中国汽车人为民族汽车工业的发

展砥砺前行的铁胆雄心。“工业题材影视创作就应该表

现中国工人阶级为祖国繁荣富强，顶天立地当仁不让

的主人翁姿态。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一直以

来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是国家赋予他们的职责。”赵小

青说。

谈到电视剧领域的工业题材创作，中央戏剧学院

教授路海波说，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时代背景、折

射出东北老国企在新时代的振兴与崛起的电视剧《漂

亮的事》，聚焦上世纪50年代北方钢厂锻轧车间工匠

人生轨迹的电视剧《大工匠》，还原新时期鞍钢建设发

展的电视剧《钢铁年代》等工业题材作品，曾感动了一

大批观众。路海波认为，工人阶级在改革的过程中，一

部分人成功转型了，另一部分人却下岗了。文艺作品

应该多反映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让工人阶级通过工业

题材影视作品拥有明确的存在感，这也是影视工作者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路海波表示，现在的电视剧反映都市白领的居多，

反映工业生活、塑造工人形象的作品还是太少。出现

这种情况，与市场导向比较强势有关。“电视剧市场竞

争激烈，传统播出平台广告减少，市场更加看重流量、

粉丝等，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工业题材影视作品的关注

度更少了。”在路海波看来，观众的收视习惯和审美取

向是需要培养的。电视剧创作者不能因为某一部作品

的热播盲目跟风，从而忽略了其他题材的重要价值。

另外，社会的主体形象应该是普通老百姓，应该是工农

兵学商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们不能忘本，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工人农民

的辛劳与付出，电视剧创作者不能只强调娱乐，一部优

秀的电视剧作品应当做到艺术精湛、思想精深、制作精

良，努力反映普通人的真善美。百姓心里有杆秤，优秀

的工业题材作品不仅有口碑，也会有市场。”

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大国

工匠》晋京演出。该剧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五次大阅兵

为时代经纬，将三代兵工人的理想、亲情、友情、爱情融

入历史洪流，描述大国工匠们的人生轨迹，回叙记录了

军工技术科研人员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并通过塑造兵

器制造军工人的群体形象，完成了关于社会进步、国家

富强、历史变迁的宏大叙事。该剧上演后，不仅得到了

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也展示了工业题材话剧的时代

价值和精神力量。“久违了，舞台上的工人形象”，这是

一位观众在微博上的留言。谈及该剧的创作过程，编

剧林蔚然表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创作者只

有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带着真诚、热情、思考，才能写

出观众满意的作品。

“《大国工匠》的题材和人物原型均来自我在内蒙

古包头一机厂的生活和采访。”林蔚然说，“这一群体是

中国兵工产业功勋卓著的代表。从他们的身上，能看

到理想主义在熊熊燃烧、烛照后代。通过参观包头一

机厂的兵工博物馆，在厂区里采风，到工人家中采访不

同年龄层的兵工人，尤其是对‘独手焊侠’卢仁峰的深

入采访，都为我后期进行编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在塑造人物时，林蔚然表示，她又重新翻看了过去

写工业题材的戏剧作品，在总结创作得失的基础上，她

选择回到人物本身，从实实在在的生活入手，写人物的

情感，写人物的个性。“我希望舞台上呈现出有血有肉

的真实的人物群像，把三代不同类型的兵工人有代表

性地展现出来。比如新老优秀工人代表形象陈之培、

李泉兴；中年知识分子代表形象郑浩天、余香凝、陈启

生；现代青年大学生代表王西及民营企业代表彭海洋等。”在

林蔚然看来，“从生活中孕育出的工人形象，与从书斋里凝思

苦想编造出的工人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带着人性的温度

和生活的色彩，融入的是创作者的真情与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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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曹禺先生，是20世纪杰

出的剧作家，他那魅力长存、久演不衰的剧作是后人企慕

的范本。以其名字命名的戏剧奖项，肇始于1981年全国优

秀剧本奖，后更名为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曹禺戏剧

奖·剧本奖。2005年，经中宣部正式批准，曹禺剧本奖并入

全国性戏剧艺术综合性奖项中国戏剧奖，由中国文联和中

国剧协联合主办，每两年评选一次 。

2019年度第七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第23届

曹禺剧本奖），经申报、审核、初评、终评、公示等一系列程

序，优中选优，从60多部剧作中精选出5部优秀剧作，其

中包括戏曲3部：花鼓戏《桃花烟雨》（作者曹宪成，湖南省

剧协推荐）、闽剧《双蝶扇》（作者王羚，福建省剧协推荐）、

淮剧《送你过江》（作者陈明，江苏省剧协推荐）。儿童剧、话

剧《山羊不吃天堂草》（作者冯俐，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

荐）、话剧《遥远的乡土》（作者步川，江西省剧协推荐）。这

些剧作反映了近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反映了他们立足现实、胸怀祖国，为

民族铸魂、为时代放歌的艺术品德。

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

众所周知，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尽管人们对戏剧的剧

场性越来越重视，但一部戏剧演出的成败得失，很大程度

上归因于剧本的构思水准和艺术价值。戏剧有其自身的范

式，如何尊重艺术规律，以艺术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这是

新时代赋予剧作家们的现实命题。

纵观本届获剧本奖的5部剧作，就选材范围而言，既

有传统文化与历史的交织，也有脱贫政策与现实人生的机

遇；既有对解放战争中革命征程的回望，也有改革开放背

景下少年心智的成长。就风格、类型而言，既有饱含古典意

味的传统戏，也有反映现实人生的现代戏；既有活泼轻松

的乡村喜剧，也有缠绵悱恻的历史悲剧；既有回望乡土、前

路漫漫的人生正剧，也有慷慨悲歌、热血写就的英雄史诗。

就戏剧主人公而言，有古代的士子娘亲与才子佳人，有现

代的革命军人与支前百姓，有新时期奔小康的农民与进城

打工的少年。此次胜出的花鼓戏、闽剧、淮剧，在现存348

种传统戏曲中，都算不上是大剧种；来自江西的话剧和北

京的儿童剧也是异峰突起，它们以浓郁的文化特色和鲜明

的审美品格，展现了近年来戏剧创作的实绩，以及戏剧艺

术发展的实力。

以戏剧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并不仅仅是叙事学方法

论问题，而是创作立场和艺术导向问题。精准脱贫的戏剧，

不容易写，写好更难，但是花鼓戏《桃花烟雨》却别出心裁，

将严肃主题戏曲化，将生活矛盾喜剧化，把湘西十八洞的

扶贫故事讲得酣畅淋漓，饶有风趣。

苗岭举行的花山节上，热情豪爽的年轻男女载歌载

舞，互诉衷肠，可是桃花寨的青壮男人却被冷落一旁。因为

这里贫穷落后，爱情成了奢望，扶贫队长隆富平急的没了

主张。年轻的阿牛和阿雀相爱，就因为阿牛饭量大便被阿

雀的父亲骂。壮年的麻长贵爱着寡妇麻丽花，但麻丽花却

说谁能供儿子读书她就嫁给他。村里的能人石青峰一家三

口回来了，他和妻子龙伲珍在四川帮老板种植猕猴桃，获

利颇丰，夫妻恩爱，生活富足，令人羡慕。扶贫队长隆富平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拉着石青峰喝酒赌誓，软磨硬泡

让他带领全村人承包荒山，种植猕猴桃。喜剧性冲突和行

动就在一群带着泥土气息的村民间展开。扶贫队长为了留

住人才喝酒喝得胃出血，还差点受到组织处分。石青峰有

抱负有担当却惧内，龙伲珍漂亮能干、泼辣强硬，却发财心

切，狡黠的石青峰耍尽了花招，任性的龙伲珍不依不饶。眼

见着丈夫钻进穷山沟有钱不挣，龙伲珍又气又恼，愤怒中

离婚出走，谁知落入石青峰的圈套。果实累累的季节，有情

人皆成眷属，桃花寨一片欢腾。

该剧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在经济利益面前夫妻反

目，在现实纠葛中村民们互不信任，但是喜剧冲突却是不

爆不燥，恰如其分。矛盾在情节递进中缓解，冲突在团圆结

局中湮灭。一台小人物沾满烟火气、活色生香的生活，映射

出时代变化中农民的真实人生和精神面貌。

乡土中国既生长着鲜活的现实故事，也蕴含着久远的

历史传奇。话剧《遥远的乡土》让历史展现于当下，传达着中

国人的价值判定和事理人情。咸丰年间，进士出身、官居翰

林的余墨林是江右白鹤村人们的骄傲，乡邻们为他修建翰

林楼。可是楼未修成，余墨林已被贬还家。原来武英殿失火，

烧毁了皇帝印书用的雕版，余墨林本来人在外地，但是为了

救下50多位工友的性命，他独自揽下责任。他的母亲、年近

七旬的梅太夫人，告诫他去掉官气，重新做人。母亲说，“做

官事小，做人事大。做不了官，那是我们的福分浅；做不好

人，那就是我们的罪孽深。”母亲安排他做义庄总管，赈济

一乡贫民，他却不愿接受这些琐碎事务，带领一批能工巧匠

雕版印书，传播知识文化。家乡遭遇洪水，浊流横溢，饿殍遍

地，眼看灾民要暴乱，知县却转嫁矛盾，逼迫余墨林筹粮五

万石。母亲抱病出行筹粮筹款，客死他乡；余墨林忍痛卖掉

雕版、书籍，以解燃眉之急。他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为此却

开罪族人，被逐出族门。戏剧结尾时，余墨林被朝廷重新启

用，赏四品顶戴花翎。远走他乡，他遥望故土，记住了母亲

的话：“事无巨细唯在做，官有大小只是名”。

剧中，余墨林的命运大起大落，无论是在朝为臣还是

在野为民，他都宠辱不惊，自性光明，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坦荡胸襟。中国传统道德强

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可为一己私欲小利蝇

营狗苟，对于他者、族群、家国、道义富有责任。余墨林在庙

堂能舍身救助众人，在乡野能舍财拯救饥民，危急时刻的

从容镇定，关键时刻的舍我其谁，体现着传统士子的道义

担当和精神品格。士不可不弘毅，正是这种人格修为和精

神内核，体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正气，以及“人间正

道是沧桑”的韵味。

以挚情渲染生命诗意

本届获奖的两个剧本《双蝶扇》和《送你过江》，都是主

线贯穿式结构，一个取自古代，一个来自现代，时空距离较

远，但抒情心性很近，体现的都是中国人“哀而不伤、怨而

不怒”、温柔敦厚的情感和诗意。之所以把这两个戏放在一

起，是因为它们彼此有一种互文关系。

《双蝶扇》是一个错混、错爱的曲折故事，闺阁小姐林

梦卿和书生陈子霖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以双蝶扇为定情

物，誓比金坚。然而就在洞房花烛前夕，陈书生被诬陷，搅

进一桩杀人案，秋后待斩。林小姐的父母瞒住女儿，打发她

另嫁他人。新婚之夜，林小姐不胜酒力昏昏思睡，与新郎吴

公子好事成双。然而第二天一早，林小姐发现真相羞愧难

当。她赶去探监，向陈书生送还双蝶扇并要以死殉情。陈书

生表示如能活着出去，一定娶林小姐为妻。林小姐欲离吴

家时，发现有孕。吴公子被她的一腔真情所感动，前去搭救

陈书生。陈书生冤狱平反，来到吴家，看到吴家光景，于是

不辞而别，连夜进京赶考。在这一夜，吴公子也和家人买舟

远去。他们二人都留下书信给林小姐，为了成全对方，他们

各自另娶。只留下林小姐一人枉自叹息。为了爱或者成全

别人的爱，到头来反把真情赋尘埃。情在这里既是支撑全

剧的根由，又是造成悲剧的动力。

《送你过江》写的是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发生在苏北

革命老区的军民生死爱情。其创作灵感来自一张历史照

片《我送亲人过大江》，照片上是一位江南姑娘的背影，

她正奋力摇橹，踏浪前行。剧中，位于长江边上的芦荻

港，是渡江战役的前线，女村长江常秀带领民兵不顾生

死支援前线。大战在即，江常秀邂逅了渡江部队教导员

郭逸夫，十分激动。原来江常秀是船夫江老大家的童养

媳，江家长子未及圆房就去世，江老大打算把她嫁给次

子。当年在八路军的识字班上，常秀认识了郭教员，从此

心心念念。部队开拔后，常秀把郭教员留给她的课本当

宝贝，一直带在身上。此次二人相逢，彼此情深意长。为了

找到被江老大藏起来的渔船，送解放军过江，江家次子被

炮火击中牺牲，郭逸夫在渡江途中，为掩护常秀也不幸牺

牲。这一场奠定了新中国历史的重要战役，被作者以一个

小视角展开，以一对生死恋聚焦，真情因战火而光耀，生命

因牺牲而崇高。

《双蝶扇》和《送你过江》都是悲剧，有意思的是，形成

三角恋情的当事者，在道德层面上都无懈可击。利他主义

的爱情，成全别人的心性，在剧本里形成误会的错失或者

命运的打击，在巧合、悬念、突转与发现的编剧法中，变幻

出曲折的情节和感伤的诗意。爱着女主人公的男人们，无

论是生离还是死别，最后都双双离去，只剩女主人公独自

叹息，大有热烈之后是冷寂的意味。

以形象映现时代旋律

改编自曹文轩小说的儿童剧《山羊不吃天堂草》，是一

部具有探索意义的剧作。一方面此剧保留了原作的基本立

意和叙事线索，另一方面又结合儿童剧的艺术特性和儿童

观众的心理期许，对结构、节奏、场面、主题进行了新的阐

释和演绎。

此剧表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小木匠明子与师傅

三和尚以及小伙伴黑罐儿的进城务工经历。从明子被人举

报，进了派出所后一言不发开始，逐渐展现他的生活镜像，

打开他的内心世界。明子的现实经历形成了剧本的显性叙

事，也是主题叙事；关于山羊遭遇的回忆作为一条隐性叙

事，烘托主题；与紫薇的交往，对金钱的渴望，莫名的打击

和挫伤，逐渐成熟和刚强的少年心理，成为前面两条线索

的补充与延伸。这些线索相互交织，使得戏剧的内涵丰满

起来。此剧总体叙事风格有意识流的特点，时空变化自由

灵活，心理空间得以充分展现。

剧本淡化了原小说一些具体的时代生活背景，增强了

整个故事的寓言性和象征性，剧本所营造的舞台意象，超

越了一般的现实层面的拟态反映，从而成为戏剧的意象符

号，凸显了隐喻化的表意功能。尽管明子有过被金钱诱惑、

想要卷款私逃的瞬间，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善良和纯真的，

最终的选择还是诚实的面对。有过内心的挣扎才见出选择

的重要。明子家里那些饿死不吃天堂草的山羊，成为明子

迷惘动摇时自我预设的警示符号，也成为他自己刻写的道

德律条。

如果要谈一谈本届获奖剧作的共同特点，我想是戏剧

语言的文学性、结构的完整性与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这些

剧作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融会了一些新的表现

手法和美学旨趣。

此外，表现时代，关注现实，反映人生是它们的共同特

征。新时代农民创业者石青峰、秉承士大夫文化精神的余

墨林、出身上海世家的解放军教导员郭逸夫、从童养媳变

成女村长的江常秀、婉媚多情又忠贞不二的林小姐、过早

地经历了人生磨砺却顽强的自我救赎的少年明子，都给人

留下鲜明而独特的印象。

再有，这些戏剧铺排演绎了各种人生情境，供人们咀

嚼品评各种情感心性。戏剧因为重在抒情，所以充满诗性。

其中戏曲剧作带有中国传统的剧诗品格，便是话剧、儿童

剧也保有诗化现实主义的美学特性。

用真情讲好中国故事
——第七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述评 □宋宝珍

第七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第23届曹禺剧本奖）颁奖活动4月26日在广西南宁举

行，5部优秀剧作获奖，分别是：花鼓戏《桃花烟雨》（曹宪成）、闽剧《双蝶扇》（王羚）、淮剧《送

你过江》（陈明）、儿童剧《山羊不吃天堂草》（冯俐）、话剧《遥远的乡土》（步川）。这些剧作反映

了近年来广大戏剧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反映了他们立足现实、

胸怀祖国，为民族铸魂、为时代放歌的艺术品德。戏剧语言的文学性、结构的完整性与人物形

象的典型性，是这些获奖剧作的共同特点。

《《大国工匠大国工匠》》


